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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30年1978－2007年中国大陆改革的个人观察》，我没有重墨于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因
为这不是我所要做的。
也没有逐个讨论各个行业改革开放的历史。
实际上，我们对此力不从心。
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所走的路子——即我国是如何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进行
回顾。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至今还有人认为，要想正确评价它的真正意义应该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考
量。
但是，毋庸质疑，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回头看看，可以说中国这么多年的改革，其目标就是建立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和市场经济体制。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正式开始；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
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改革总体思路的一次重大突破，从批判“社会主义商品经
济论”到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标志着中国改革从局部试点开始转向以市场为
取向的全面改革；1992年中共十四大最终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通过对改革开放历史的回顾，可以认为，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来看，30年的改革
开放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
一是目标的确立阶段：也就是从改革开放开始到1992年，是改革开放的试点、探索到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目标确立；二是目标建立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阶段，这个阶段是从1992年
至今。
在此之前，由于改革还没有明确的目标，究竟采取什么样的体制，以及改革的方法、路径都处在探索
过程中，随意性很大。
一旦目标确立，改革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尽管在后来的推进中，遇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国有企业
的大面积坍塌，但是改革最终还是走上了目标的路径。
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最近几年的教育
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卫生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完善和深化改革等。
    如果从改革开放的进程来看，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主要经历了以下阶段，即：计划为主、市场调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放权让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建立；战略发展、树立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社会保障体制建立、构建“和谐社会”等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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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海均：工商管理硕士，在经贸学院、大型企业集团任职20余年。
曾研读于世界著名的美国沃顿商学院，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专家。
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教师“和国务院授予的”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的称号。
2000年以来连续出版了多本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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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作者前言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可谓万众瞩目。
但中国是如何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此路是何等崎岖，却鲜有人关注。
中国改革的风风雨雨以及伴随在其中的一幕幕“悲欢离合”让人们目不暇接！
“历史是一面镜子”，“前车之鉴，后事之师”，“正本必先清源”，推进改革开放，我们不能不回
头审视：来时的路是多么的艰难、曲折和险峻！
这部《30 年：1978-2007 年中国大陆改革的个人观察》，我没有重墨于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因
为这不是我所要做的。
也没有逐个讨论各个行业改革开放的历史。
实际上，我们对此力不从心。
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对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路子——即我国是如何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进
行回顾。
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至今还有人认为，要想正确评价它的真正意义应该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考
量。
但是，毋庸质疑，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回头看看，可以说中国这么多年的改革，其目标就是建立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和市场经济体制。
1978 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正式开始；1984 年10 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
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标志着中国改革总体思路的一次重大突破，从批判“社会主义商品经
济论”到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标志着中国改革从局部试点开始转向以市场为
取向的全面改革；1992 年中共十四大最终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通过对改革开放历史的回顾，可以认为，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来看，30 年的改革开
放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目标的确立阶段：也就是从改革开放开始到1992 年，是改革开放的
试点、探索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二是目标建立阶段：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
立阶段，这个阶段是从1992 年至今。
在此之前，由于改革还没有明确的目标，究竟采取什么样的体制，以及改革的方法、路径都处在探索
过程中，随意性很大。
一旦目标确立，改革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尽管在后来的推进中，遇到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国有企业
的大面积坍塌，但是改革最终还是走上了目标的路径。
金融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以及最近几年的教育
体制、住房制度、医疗卫生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完善和深化改革等。
如果从改革开放的进程来看，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主要经历了以下阶段，即：计划为主、市场调节；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放权让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现代企业
制度建立；战略发展、树立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社会保障体制建立、构建“和谐社会”等阶
段。
综观中国的历史，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是虎头蛇尾，甚至是不得善终。
这是因为改革实质上是对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利益进行重组和调整，是对不同的利益群体对社会资
源的占有和享有社会发展成果的调整。
改革总会伤及一些群体的利益，或着说只要利益的占有不公超过了社会容忍程度，改革就会出现阻力
，就会发生冲突，甚至造成改革的夭折。
否定改革的呼声从未在改革的进程中中断过。
这种呼声既是改革的推动力，也是改革进程中最不稳定的因素。
由此，还可以认为，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在不同的利益群体的抗争与不断平衡中渐进的。
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公”与“私”、“姓资还是姓社”的斗争一直争论到20世纪90 年代中期，事
到如今仍然有许多人呼吁改革要回到“社会主义”的轨道上来。
那么，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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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明白是谁拯救了资本主义这个问题。
那么，是谁拯救了资本主义？
我想答案是：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科学地论述了资本主义产生消亡的历史规律，进而列宁指出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
腐朽的资本主义！
一百多年过去了，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垂死，反而更加生机勃勃，难道是革命导师们的分析错了吗？
实际上，正是因为马列的科学分析使得资本主义的统治者深刻明白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严重缺陷，
进而，资本主义制度在不断战胜自我的过程中生机勃勃地发展。
对此，笔者曾经指出：任何一个经济的成熟都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制度、体制、结构性
变迁和优化升级的过程。
中国经济难道不是同样如此吗？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人类的价值观正在趋同，任何保守和闭关都可能导致国家经济和民族的边缘化。
人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认识都在用新的价值观考量，计划和市场早已不是衡量社会主义和资本
主义的本质区别。
笔者认为，是否能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来解决社会和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将会成为社会主义与资本
主义的根本区别。
世界上没有一种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一种好的制度要在也只能在发展中得到不断完善。
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传统文化决定了中国只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社会制度既定，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正在确立，但是适应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体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存在和出现的问题也很突出。
解决这些矛盾将是未来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不过，就其中国内部本身来说，现实为解决这些矛盾提供了机遇和出路。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重要的变化就是经济发展重心的下移。
从而，这个变化实际上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机遇。
30 年前，面对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充分认识到，只有发展经济才是唯一出路。
发展经济，既缺乏人才、技术，又缺乏资金，中央和省一级（党政）扮演了改革的决策者、推动者的
角色，市级（党政）扮演了具体落实者的角色。
当时省一级政府实施百亿级项目也不多，像宝钢100 多亿的投资需要中央来定。
如今，中小城市以及县级（政府）和许多企业也都可以实施百亿数量级的建设项目，经济发展的重心
由中央、省级逐步下移到市县甚至乡级和企业。
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这一变化要求中央和省级（政府）要把工作的重点由发展变为协调和平衡。
另一方面，中国自古至今仍然是一个三农大国，中国的社会经济问题或着说中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严
重不平衡问题根本上说是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基础上的不平衡，解决这些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情。
但是一定要抓住经济发展中心下移这个机会，中央和省级政府利用更多的社会资源来解决和不断消除
社会发展中的严重不公，以期达到真正实现社会“和谐”。
另外，解决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必须和中国行政区划的调整结合起来同步进行。
1978 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面对中国社会的严峻问题，中央提出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方针，30 年来，围绕着这个中心，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
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甚至是尖锐的问题，贫富差距加大、官场腐败加重、社会道德
下滑、资源严重浪费、环境恶化等。
显然仅用发展经济是无法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的。
笔者曾经指出：如果在30 年前看不清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完全情有可原，十几年前还看不清楚可以原谅
一半，直到如今还看不明白那就完全不可原谅！
改革开放已经30 年，计划与市场的实践和经济全球化已经让我们有了足够的经验、教训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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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回顾改革开放的过程，有利于更好的认清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当这本《30 年：1978-2007 年中国大陆改革的个人观察》与读者见面时，中共十七大已经召开，十七大
以后中国需要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转入到真正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
三年前，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施政纲领及治国方针，这些观
点方针完全符合当前中国的实际和未来发展。
只是这些施政纲领及治国方针尚需具体化。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决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的，同样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笔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科学发展，还要“文化重建”。
构建“和谐社会”要正确处理好发展与稳定、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各种关系，要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要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当前与长远等关系，科学发展必须摈弃片面追求GDP的政绩观。
科学发展要科学利用经济发展重心下移、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人民币升值等有利的机遇。
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加认清“大国崛起”之路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复兴之路”。
中共十七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将会由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的新的历史时期，全世界的华人都期待
着这个时代的到来！
作 者赵海均2008 年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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